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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高中物理两个传统实验提出不足之处,并对其改进,希望能对教育工作者有一定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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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物理是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不仅能激发学生

学习物理的兴趣,又能加深学生对物理知识的理解,

提高课堂教学效率,还可以培养学生观察能力、思维

能力、动手能力以及终身学习和创新的意识,培养学

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促进学生全面发展[1].随着

现代信息技术的进步,教育装备也在不断更新,但教

材中的一些传统实验还是用传统的实验器材,操作

起来有些虽然简便,但是存在数据处理非常麻烦、实

验现象不是很明显、实验器材在现实生活中不常见

等问题.这就需要教师和学生在教学中,利用信息技

术和生活中常用的材料对传统的实验进行创新改

进,使创新后的实验现象更明显,易操作,数据易处

理,能提高教学效率.这样的实验教学既能落实教学

中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目标(培养了学生实验探究

创新能力),又能打造高效课堂,节约课堂实验教学

时间,实现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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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素养拓展】

“神奇罐子”与电能的储存.
观看“神奇罐子”的视频,说一说“神奇罐子”运

动过程中能量的转化与转移.思考水力发电获得的

多余的电能可以借助什么能量储存呢? 师生交流得

出可以通过化学能、抽水蓄能电站、压缩空气能来储

存电能的多种储能方式[5].
设计意图:学生能从分析“神奇罐子”中能量的

转化中发现动能可以借助弹性势能进行储存,迁移

思考水力发电获得的多余的电能可以借助什么能量

储存呢? 拓展了解化学能储存、山顶抽水蓄能电站、

压缩空气能储存电能,体会科技的力量.从生活走向

物理,从物理走向社会,以融会贯通的方式对学习内

容进行组织,建构知识结构;类比迁移,深入挖掘物

理知识中蕴含的育人价值.

5 结束语

本节课设计的问题逻辑性强,学生能够紧跟问

题,深入思考,深度思维,从课堂上学生的互动中促

使物理规律生成自然.在大单元教学的理念下,将分

散在初中物理各个章节的物理核心知识依据课程核

心素养的要求进行整合,按照“三导三化”的教学理

念进行大单元整体设计,通过课堂教学的4个环节

实践,学生自主完善认知、对比迁移、应用实践,促使

学生物理核心素养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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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在实际教学中对高中的两个传统实验进

行研究,在实验教学中发现不足,并利用现代先进的

教育装备和生活中常用的生活用品对其进行针对性

地改进.

2 改进验证机械能守恒的实验

2.1 教材中实验分析和发现问题

如图1所示为教材中验证机械能守恒的实

验[2],实验器材在中学物理实验室中很容易取得,利

用重物下落,电火花计时器喷出墨迹,学生利用纸带

上的点来处理数据,笔者在实验教学中发现用纸带

上的点来处理数据非常麻烦,要花费学生很多时间

去处理数据,不利于课堂上节约时间.

图1 教材中验证机械能守恒实验

2.2 实验的改进和创新

改进后的机械能守恒实验装置如图2所示.

图2 改进后的机械能守恒实验

2.2.1 实验器材及制作

器材:铝合金一条,光电门一个,速度传感器一

个,铁架台一台.

制作:如图2所示,图中铝合金的黑色部分为实

心的,其他部分为缕空的,A、B、C、D、E 部分用来替

代遮光条,A、B、C、D、E 部分要做得很窄,长度大概

5mm.AB 的长度为20cm,BC、CD、DE 的长度为

5cm.

2.2.2 实验操作步骤

(1)将A 位置对准光电门,松开夹子,用DIS采

集经过B、C、D、E 点的速度和下落的位移.

(2)用电脑绘制出v2 h的图像,如果斜率近似

等于2g,即可验证机械能守恒.

2.2.3 实验说明

(1)铝合金的下端用实心流线型,目的是为了

减小空气阻力来减小实验误差.

(2)AB 间隔比较大,目的是为了让B、C、D、E
铝片的平均速度更接近于瞬时速度,从而使铝片经

过光电门时的速度测得更精确,减小实验误差.

(3)本实验器材不仅可以用来探究物体做匀加

速直线运动的规律,还可以用来探究物体做自由落

体运动的规律,从而实现一具多用.
(4)改进后的实验操作简单,利用信息技术来

处理数据更方便,从而实现信息技术与物理学科相

结合,节约了实验教学时间.

(5)本实验不足之处是学生没有体验亲自处理

纸带上数据的过程,无法锻炼学生实验数据处理的

能力.

本实验教具笔者建议在学生熟练操作传统实验

的基础上,作为课堂上的拓展性实验,既能拓展学生

的思维,又能提高学生的创新意识.

3 改进探究圆周运动的速度方向实验

3.1 教材中实验分析和发现问题

人教版高一物理课本“曲线运动”一章中[3],是

让学生通过观察砂轮磨刀具时飞溅的火花,旋转雨

伞时雨滴飞出等实例,从而得出“圆周运动的速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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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是该点的切线方向”,但课堂教学时,不便操作,难

于演示,学生得不到“眼见为实”的效果,没有身临

其境的体验[4].

3.2 实验的改进和创新

3.2.1 实验器材及制作

器材:木板一个,玻璃弹珠一个,黑色墨水少许,

白纸一张,直尺、量角器、铅笔和圆规等.

制作:如图3所示.在木板上用圆规画个圆,圆

的一小部分不在木板上,用直尺画出直径AB,并用

记号笔在AB 点做上记号,标上A 和B,用电锯把圆

锯开,留下圆孔.

图3 探究圆周运动的速度方向的器材示意图

3.2.2 实验操作步骤

(1)将实验教具放在白纸上,玻璃弹珠粘上黑

色墨水,从圆孔的一边以一定的速度滚过去,在白纸

上就留下了弹珠滚过的墨迹,如图4中的(a)所示,

并标出AB 两点的位置,标出弹珠飞出去的切点C.
(2)拿走实验教具,用直尺画虚线连接AB 找出

圆心的位置,标上O,并用虚线连接OC,用量角器量

出OC 与弹珠飞出去的直线的角度,刚好是90°,如

图4中的(b)所示,因此可以证明圆周运动的速度方

向是该点的切线方向.

图4 探究圆周运动的速度方向的实物图

3.2.3 实验说明

(1)改进的实验教具,能在白纸上留下玻璃弹

珠做圆周运动的轨迹图,即留迹法,实验操作简单,

教师可以在投影仪下操作,将实验过程和结果投影

在电子屏幕上,实验现象很明显.
(2)可以测出玻璃弹珠飞出的速度与圆周的半

径成90°,定量探究出物体做圆周运动的速度方向即

为该点的切线方向.
(3)实验器材是生活中常见的材料,实现物理

和生活相联系,落实让物理走向生活的教学理念.
(4)该实验教具还可以演示物体做曲线运动时

的速度方向,实现一具多用.
本文中的两个改进实验希望能给教育工作者一

定的帮助和启发,同时也希望教师们利用实验不仅

仅是帮助学生理解物理概念和规律,也要善于发现

教材中实验的不足,积极思考改进,并鼓励学生参与

一起对实验进行改进,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实现真

正意义上的科学探究,也是落实培养学生物理学科

核心素养的一个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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